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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静安区宝山路街道的周

先生是一位忙碌的上班族。最近

他在办理房屋过户，公证时需要提

供婚姻档案和独生子女档案。听

说家门口的居委会新装了一台智

能双屏一体机，可以连线街道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远程办理业务，他决

定趁自己上班前去试一试。

在居委干部帮助下，周先生刷

了身份证，与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的工

作人员远程连线，10分钟就调取了婚

姻档案和独生子女证并完成打印。

“不出小区就能办成事，实在是太方

便了！”周先生感到了意外之喜。

优先接待远程呼叫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静安区大

宁路街道慧芝湖居委会，亲身体验

了“静邻帮办”的办事过程。

走入居委会，一台白色的智能

双屏一体机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在居委工作人员引导下，记者拿出

身份证一刷，就完成了远程取号。

等待没多久，屏幕上就跳出了街道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窗口的画面。

“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屏

幕那头的窗口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

线向记者确认业务需求，得知记者

在采访，他详细介绍了办事的流程

和特色。据他介绍，通过这台智能

双屏一体机，能进行读卡、扫码、材

料图片采集等较为复杂的操作，业

务办完后，居民还能对服务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直接导入市“好差评”

系统。

此外，“静邻帮办”还能自动保

存办事全过程的影音资料，实现办

事过程可追溯，提升安全性。街镇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对使用“静邻帮

办”业务的居民优先受理，也就是

当排队叫号系统的队列中有远程

号时，优先接待远程居民。

卧病在床也能受理
一些需要事后领取的材料，居

民可选择居委会代为领取或快递

到家。对于那些不方便出门的特

殊人群，“静邻帮办”还能提供贴心

的上门服务。

李阿姨是住在南京西路街道

华业居民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最近

不小心摔伤，卧病在床。她想申请

长护险，但没法下床，只能打电话

给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求助。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工作人

员听了李阿姨的诉求，马上建议她

使用“静邻帮办”业务，不用跑受理

中心。考虑到李阿姨无法下床，受

理中心还专门派工作人员上门收取

材料，然后在居委会帮李阿姨远程

取号办理。“你们人真是太好了，我

们独居老人有福气。”不下床就办成

了事，李阿姨感激万分。

深入调研不断优化
方便百姓，温暖民心，同时也

没有过多增加居委干部的负担。

“静邻帮办”是怎么做到的？

这背后是大量调查研究，是真

正汇民智、破难题的过程。静安区

民政局副局长黄蓓华告诉记者，如

何更大限度方便居民，尤其是高龄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事，

民政部门在基层调研时听到不少

呼声。

“在区领导建议下，我们先去

浦东新区等一些也在探索试点的

街道取经，吸取了好几种不同模式

的经验，然后开了多场座谈会，听

老百姓讲需求，听基层社区干部和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工作人员

讲可行性和困难，最终选定了现在

的模式。”据黄蓓华透露，光调研准

备就持续了好几个月，上线试点后

继续听建议、听反馈、听老百姓的

建议和吐槽，进行了很多优化。“到

目前为止，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静安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

主任徐梦告诉记者，最初上线时，

老百姓都很欢迎，但很快就提出了

意见：能办的事项太少，只有30多

项，很多高频事项比如长护险的申

请都没有纳入。了解到这些群众

呼声后，区民政与市民政部门不断

沟通，对接最新的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受理系统3.0版，将就医记

录册换新、长护险申请等高频事项

都纳入其中，实现了132项个人业

务都能就近办理。

除了居民的建议，调研还吸取

了不少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建

议。“比如个人办事涉及很多表单

填写，因为门类繁多，不可能都事

先打印好放在居委，工作人员就建

议增加远程打印功能。这个建议

很快得到采纳。”徐梦告诉记者，类

似的小细节还有很多。

据了解，今年3月“静邻帮办”

在全区推开以来，截至3月27日，

已经有1400多位居民不出小区就

完成了咨询和业务办理。“目前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能办的业务是

191个大项，相信未来都能实现社

区就近办理。这也是倒逼我们各

个条线各个部门进一步优化流程，

减少流转环节。”黄蓓华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潘高峰

将政务服务向小区和园
区延伸，通过智能双屏一体
机，让居民远程办理132项个
人业务——这种被称为“静邻
帮办”的个人政务远程虚拟窗
口服务模式，目前已覆盖静安
区14个街镇246个居委会。
从“窗口”到“门口”的方便，赢
得居民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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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路街道慧芝湖居委会，一位
老人正在使用新安装的机器远程办
理业务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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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区叶榭镇井凌桥村
村民封欢明——
在井凌桥村，我已经生活了

整整50年。最近几年，特别是去

年开始，我们村做了改造后，环境

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就拿我自己家来说，我家房子

是我1984年亲手砌起来的。那时

候用材比较简陋，大多是黄沙、砖

头，水泥也用不了几包，经历了将

近40年的风风雨雨，都快成危房

了。遇到台风天，屋顶就漏水。有

一天，外面下大雨，我老婆睡到一

半，突然爬起来说：“有水滴在我脸

上了！”半夜里我们忙着把床搬到

东、搬到西，一整晚都没睡好。

房子得修了，正好这时候我

们村开始做农房改造。政府补贴

一点、农户承担一点的政策，让我

们心里更有底了。我们新买了琉

璃瓦，换了门窗。有了政府补贴，

一般两层楼的房屋，自家出2万元

左右就可以完成基本改造了。村

里其他家也是，外立面都统一粉

刷，旧门窗也都换上新的了。

最贴心的是小菜园改造。以

前我们下雨天摘菜都要换雨鞋，

还会带一脚泥。现在菜园里铺上

小砖路，摘菜不用换鞋，很方便。

我们村几十年前连路也没

有。后来，从土路变成石子路，浇

了水泥，但还是坑坑洼洼。现在

改造后不一样了，村道都做成柏

油沥青路；每家每户之间的小弄

堂也铺成了水泥路，规划了停车

位。我们家孩子原本都住城里，

以前回村看望我们，因为条件不

好，基本不会过夜。村里改造好

以后，明显感到，小的们从城里回

来多了，还会多住两天。

以前村里灯少，我们夜里都

不太出门；现在到处有路灯，亮

堂、安全。我家门口还有一条河，

河边新修了围栏和红色步道，变

得水清岸绿。每天吃好饭，我们

就习惯在步道上溜达散步；或者

大家一起到村里的口袋公园，坐

一坐，聊聊天。我们村旁边有一

个浦南花卉基地。我们家以前不

种花，现在也放了几盆花草，都是

花卉基地买来的。最大的一盆

花，我就放在客厅里，每天看着，

心情也变好了。有些村民还在庭

院里种了绣球，不仅美观，还能产

生经济效益。

美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维

护，现在村民们环保意识也提高

了，变得更自觉了，不再乱扔垃

圾，垃圾都是定点定时投放。我

还报名做志愿者，每周两到三次

巡逻，看到有垃圾就去搞干净。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希望村里越

来越美！ 本报记者 杨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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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农村

人居环境优化工程

实施的重点任务如

期完成，实施具体

建设项目1367个，

村庄改造完成3.6

万户，农村公路提

档升级改造完成

1100公里，农村的

整体面貌由干净

整洁逐步向优化

美化转变。

上海各涉农区

因地制宜，提升乡

村风貌，形成各自

特色。例如，浦东

新区实施“美丽庭

院2.0”计划，全域

推进架空线序化，

提升公共区域美

化。宝山区、闵行

区以优化工程为契

机，完成区级美丽

乡村建设全覆盖工作。嘉定区实施

“美丽村落、美丽庭院、美丽河道”

“三美丽”工程。金山区以“美丽一

条埭”为抓手，推动乡村风貌提升。

松江区聚焦农户庭院、口袋公园、小

微景观三要素，一村一方案提升村

容风貌。青浦区实施人居环境优化

和区级美丽乡村同创“二合一”工

程。奉贤区统筹人居优化与乡村产

业发展，形成南庄公路乡村商务区

等多个美丽乡村片区。崇明区依托

后花博时代，全域打造花田、花路、

花溪、花宅等。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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